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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的旅游食品安全管理已经建立了相应的法律体

系，并具有相应的行政管理机关，初步形成了完整的旅游食

品安全管理体系。然而，由于食品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以及旅游食品安全管理自身的特点，中国的旅游食品安全管

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因此，有必要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从

普通食品安全管理和旅游食品安全管理两方面解决这些问

题，达成完善旅游食品安全管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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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外出旅游已经成为满足

其日常需要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消费方式。中国不仅拥有庞

大的旅游人口基数，而且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据统计［１］，２０１４

年来中国国内旅游人数达到３６．３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

３．２５万亿元，旅游景点数量超过２万多个。旅游包括了游、

行、食、住、购、娱等诸多方面，对国民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促

进作用。对于任何一个旅游的消费者来说，都会涉及到某种

程度的食品消费，尤其是现在很多旅游活动本身就是以“吃”

为中心，如全国各地经常举办的各种美食节、啤酒节等，其旅

游的目的就是进行各种食品消费，因此食品安全就成为了旅

游管理中必须充分考虑的重要问题。旅游食品安全指的是

游客在旅游过程中所消费的食品可能导致的各种安全问题。

一般包括游客在旅行过程中在交通工具或者是景区就餐、在

旅游过程中购买各种土特产食品或者自己采摘食品等主要

方面［２］。为了保证游客在食品消费过程中的食品安全，有必

要对中国旅游食品安全管理的运行情况进行全面的检视，针

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

１　旅游食品安全管理的运行检视
１．１　旅游食品安全管理的主要法律法规

　　对于旅游食品安全管理来说，中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专

门的立法，与其有关的法律法规主要包含于食品安全管理的

法律框架之中。关于食品安全管理最重要的法律是２００９年

颁布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

品安全法》）以及与之配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

施条例》。另外，还有关于某个特定食品部门或食品安全环

节的其他一些法律法规，如《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

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以及《餐饮服务食品安

全监督管理办法》等。这些全国性的法律法规同全国各地制

定的配套性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等一起，构成了中国现有的食

品安全管理的基本法律体系［３］。中国的旅游食品安全管理

即以食品安全管理的法律体系为依托，保证旅游食品安全管

理的顺利运行。

１．２　旅游食品安全管理的协调和管理机关

　　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中国负责食品安全监管和协

调的机构，是各级卫生部门以及相应的食品安全委员会，并

没有专门针对旅游食品安全管理设立法定的专门机构。但

是，在２０００年，国务院成立了负责全国假日旅游的协调机

构，“全国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该会议由国务院的副秘

书长担任召集人，由与旅游业相关的国际各部委包括旅游

局、食品药品监管局、安全生产监管局、气象局、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公安部、铁道部、卫生部、国家工商总

局、国家质检总局等１８个部门的负责人组成。这个“协调会

议”中，涉及到食品安全质量监督职能的部门就有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安全生产监管局、卫生部和国家质检总局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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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其对旅游食品安全管理同样具有全国性的协调作用。

１．３　旅游食品安全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旅游食品安全管理涉及到食品安全管理以及旅游管理

两个方面，因此食品安全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旅游食品安

全管理中同样存在，而且还有着其作为旅游管理方面的特

殊性。

１．３．１　食品安全出现问题的主要表现　食品在生产和加

工、配送直到消费者手中的各个环节，都有可能由于各种原

因产生相应的食品安全问题，而假如这些问题食品进入旅游

消费的环节，则会成为旅游食品安全管理方面的问题。这些

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各种化学污染，食品在原材

料生产到加工和配送的各个环节，都可能出现相应的化学品

滥用产生的污染。如农产品原材料种植、加工以及包装配送

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抗生素、激素、化肥、农药、重金属以及

其他有害物质的残留；加工过程中过量使用食品添加剂；使

用各种不合格的原材料以及劣质包装等。其次是食品腐败。

食品腐败主要是食品在物流环节中，工艺及相关设备达不到

相应要求，存储时间过长或方式失当导致的质量问题。主要

包括毒素污染（如某些贝类和菌类腐败时会分泌毒素）以及

病原微生物超标等［４］。

１．３．２　食品安全事件产生的主要原因　食品安全事件产生

的原因需要从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各个环节进行分析。

　　（１）法律法规不健全。虽然已经制定了《食品安全法》

以及相应的配套法律，但是还是有很多涉及到食品安全的具

体方面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尤其在对旅游食品生产的原材

料即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的监管方面，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具体

的食品安全监控制度，从而导致食品安全监管上的不足［５］。

　　（２）食品安全执法不严。主要是因为食品企业大多为

中小企业，而且素质参差不齐，对其进行全面监控需要的工

作量太大，因此出现安全监管不到位的现象。另外，地方保

护主义、执法队伍食品安全意识不足以及检测设备落后等，

也有可能影响到相应的食品安全执法。

　　（３）食品企业本身素质不高。食品生产经营者多为规

模不大的中小企业，管理者受教育程度偏低，其往往不愿更

新技术设备、缺乏相应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不愿意甚至不

知道严格执行相应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

１．３．３　旅游食品安全管理的特殊性　旅游食品安全管理中

不仅会出现上述的一般食品安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而且还

存在其作为旅游管理一部分的特殊性。

　　（１）游客的流动性强。旅游食品安全问题往往出现在

长途旅行的过程中，食品安全事件的行为发生地和结果发生

地会出现在不同的地域中，从而导致管理上的困难。而且，

游客旅行过程中经常在不同的交通工具上进行食品消费，因

此在食品安全管理上经常出现难以溯源、难以追查等各种

问题。

　　（２）旅游业的时效性强。旅游业一般分为旺季和淡季，

二者游客的量可能相差非常悬殊。受食品安全管理能力的

影响，淡季时可能管理能力存在富余，因此保证食品安全问

题不大；而旺季时则往往管理能力不足，食品安全问题发生

率较高。

　　（３）旅游的地域性强。旅游景区大多处于交通不便、甚

至很偏远的地区，从而使相应的食品安全管理能力不足。在

这样的情况下，游客很可能碰到各种违规食品经营者，这些

食品经营者职业道德缺乏，向消费者兜售假冒伪劣食品，从

而导致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另外，某些景区

缺乏必要的水电配套设施，不能满足食品安全保障的基本要

求，也有可能导致某些食品安全事件的出现。

　　（４）其他。近年来农家乐旅游方兴未艾，部分农家乐经

营者缺乏起码的食品卫生常识和食品安全意识，游客采摘的

新鲜瓜果上有超量的农药残留等，也会导致相应的食品安全

事件的发生［６］。

１．４　旅游食品安全管理运行的现状

　　中国的旅游食品安全管理依托已经存在的食品安全管

理体系，已经拥有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和行政管理机关，

基本上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旅游食品安全管理机制。但是，其

在运行的过程中，由于食品安全管理中本身具有的问题以及

旅游食品安全管理的特殊性，依然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

难题。

２　旅游食品安全管理的完善路径
２．１　普通食品安全管理的完善路径

　　针对影响旅游食品安全管理的食品安全管理本身存在

的问题，有必要采取以下措施进行完善。

２．１．１　完善相关法律，加强对农产品安全质量的全面监控

　　旅游食品的主要原材料是各种农产品，因此要保证旅游

食品安全的重要条件是从源头上加强对农产品安全质量的

全面监控。因此必须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加强对广大农户的

宣传和教育，并采取定期不定期抽检以及成品检测的手段，

杜绝其滥用农药化肥，或者激素、色素、防腐剂、添加剂等行

为的产生，保证食品原材料的安全。

２．１．２　大力推广以ＩＳＯ９０００、ＨＡＣＣＰ为主的质量体系认证

　　ＩＳＯ９０００、ＨＡＣＣＰ为主的质量体系认证是目前保证食

品安全的有效的质量控制体系。通过了ＩＳＯ９０００、ＨＡＣＣＰ

为主的质量体系认证即意味着相应的食品企业具有相应的

食品安全追溯能力以及对食品安全产生危险的相关环节具

有基本的控制能力，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保证食品安全事件不

发生的情况下，一旦出现相应的食品安全事故，即可立即查

找到相应的原因，并采取针对性措施避免其重复发生［７］。但

是，由于食品经营者大多为中小企业，为了节约成本的缘故，

以ＩＳＯ９０００、ＨＡＣＣＰ为主的质量体系认证并没有在食品行

业中得到普遍实行。因此，为了遏制旅游食品安全管理上存

在的食品企业本身素质不高的问题，大力推广以ＩＳＯ９０００、

ＨＡＣＣＰ为主的质量体系认证无疑是非常必要的措施。

２．１．３　加强对《食品安全法》及相关法律的落实　执法不严

一直是食品安全管理中存在的最大的难题之一，相关食品安

全行政机关应当充分认识到旅游食品安全管理的重要性，严

格按照现行的《食品安全法》及其相关法律对食品安全进行

监管。尤其是对某些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景区以及旅游旺

季，需要加大执法的人力以及配套设施的投入，加强巡查以

及核实投诉并对相关违法行为进行坚决打击的力度，提高旅

游食品安全管理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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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４　通过行业自律加强职业道德的建设　很多食品安全

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都是因为相关的食品经营者缺乏必要

的职业道德，根本不将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放在心上，为了一

己私利而公然损害其生产和经营的食品安全。在这种情况

下，相关行政机关有必要帮助并指导食品企业组织行业协

会，并由行业协会对食品安全进行自律性质的管理工作。行

业协会应当积极开展对其成员进行食品安全知识的宣传和

教育，并在建立成员企业诚信经营档案的情况下，制定相应

的惩罚形式的自律制度。对具有不良诚信经营记录的成品

企业实行警告、记过或开除出行业协会的处罚，并将这些具

有不良记录的企业的相关情况在全行业通报，并上报给相关

行政机关［８］。通过这种方式，尽可能地解决行政机关自身执

法能力不足的问题，加强对旅游食品安全的管理。

２．２　旅游食品安全管理应采取的特殊措施

　　由于旅游食品安全管理不同于普通食品安全管理的特

殊性，因此有必要在解决普通食品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的同

时，采取专门针对旅游食品安全管理需要的特殊措施。

２．２．１　设立专门的旅游食品安全管理机关　旅游食品安全

管理存在的困难之一是游客的流动性强，食品安全事件往往

涉及到不同地域和部门的协调问题。依靠目前以地域为主

设置的食品安全管理机关监控模式明显不能满足旅游食品

安全管理的这一特殊需求，因此有必要设立专门的旅游食品

安全管理机关以保证相应管理的顺利进行。具体可以考虑

在国务院之下设置将多部门的食品安全管理职能集中的旅

游食品安全管理办公室，由其负责统一协调全国的旅游食品

安全管理工作，并在全国重点景区设置相应的旅游食品安全

管理工作小组，负责管理此重点景区及周边景区食品安全管

理的统一协调工作。从而建立其以国务院旅游食品安全管

理办公室为主，各重点景区旅游食品安全管理工作小组为辅

的全国性旅游食品安全管理网络。

２．２．２　建立投诉有奖的快速处理机制　针对旅游食品安全

管理经常涉及到特定偏远景区，从而执法力量不足的问题，

有必要针对游客实行投诉有奖的快速处理机制。一方面在

景区的醒目位置以及相关的宣传材料上面公布相应的投诉

电话，而且在投诉电话旁说明投诉核实之后的奖励额度；另

一方面则设置专门的快速处理相关投诉的快速反应机制，在

核实相关投诉之后立即兑现相应奖励。这样不仅可以通过

投诉奖励对游客形成提供相应的食品安全管理相关问题的

激励，而且能够因为反应的快速给提供信息的游客以足够的

信息，使其意识到投诉的有效性而愿意提供相应的信息，从

而解决执法力量不足的问题。尤其是旅游旺季，一旦出现旅

游食品安全事件，有效的投诉有奖的快速处理机制可以使相

关行政机关尽快获知相关情况，从而迅速采取相应措施避免

损失的扩大。

２．２．３　严格执行景区食品经营者的准入制度　对于某些偏

远地区食品经营者缺少必要的达到相应的食品安全标准的

硬件设施的问题，有必要严格执行景区食品经营者的准入制

度。对于不能达到相应食品安全标准要求的硬件设施的食

品经营者，要求其限期整改，对整改依然达不到要求的食品

企业，则应吊销其经营许可证。对于景区的发展来说，提供

相应的食品服务固然重要，提供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更

加重要。

２．２．４　加强旅游食品安全知识的教育和宣传　鉴于很多旅

游安全问题都是因为相关人员对旅游安全知识的缺乏，因此

有必要对其加强旅游安全知识的教育和宣传。首先，针对游

客的教育和宣传。国家应当规定旅行社和旅游景点在接待

游客时，必须对其进行相应的旅游安全知识的教育和宣传，

使其明白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并对旅游期间应当注意的食品

安全问题有着足够的认识，增强其自我防范的能力，尽可能

降低旅游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的可能。其次，对旅游食品企业

的教育和宣传。对加工和经营旅游食品的从业人员，实行严

格的岗前培训制度，只有通过了相关岗前培训的人员才能正

式就业，通过岗前培训的方式使其对相关食品安全知识有着

必要的了解，如食品安全的重要意义、食品加工安全操作规

范、相应的食品安全标准等。再次，对行政机关的教育和宣

传。对相应行政机关的人员，除了应当以岗前培训的方式掌

握相关的食品安全知识之外，还应当定期学习食品安全管理

方面的最新方法和技术等，以提高其食品安全执法的意识和

职业素养。最后，在各大旅行社和景区餐饮服务点发布相应

的食品安全预警和提示，并通报近期发生的旅游食品安全事

故，以不断提高游客及旅游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意识［９］。

３　结论
　　旅游业是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产业

部门，为了更好地达成旅游食品安全管理保证旅游业发展的

目标，有必要对现有旅游食品安全管理的运行进行检视。总

体上来说，中国的旅游食品安全管理已经建立了相应的法律

体系，并具有相应的行政管理机关，初步形成了完整的旅游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然而，由于食品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

题以及旅游食品安全管理自身的特点，中国的旅游食品安全

管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因此，有必要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解

决这些问题，达成完善旅游食品安全管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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